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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SWOT-AHP分析法对舟山海岛休闲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4方面设定指标

14项,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舟山海岛休闲产业有良好的区位、资源和政策优势,舟山海岛休

闲产业面临的形势,依次为:机遇、优势、劣势、威胁,产业优势和机遇处于利好位置,但同时面临着

一系列如缺乏统一规划、产品特色不突出、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竞争中同质化情况明显等问

题。针对此现状及问题提出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市场宣传,提升知名

度、倡导生态旅游,提升环保意识、加强产品创新及人才培养等建议,以促进舟山海岛休闲业的稳

步发展,给舟山及我国海岛休闲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实现我国海岛休闲产业的品质化与多

元化,促进海岛休闲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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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doptedSWOT-AHPanalysismethodfrom4aspectsofadvantagesanddis-
advantage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toZhoushanIslandLeisureIndustry,and14indicators
wereset.TheresultsshowedthattheZhoushanIslandleisureindustryhasagoodlocation,re-
sourcesandpolicyadvantages,ZhoushanIslandleisureindustryfacesopportunities>advantages
>disadvantages>threatsofindustry.Theadvantagesandopportunitiesinagoodposition,but
alsofacesaseriesproblems,suchasthelackofunifiedplanning,productcharacteristicsarenot

prominent,thelackofperfectmanagementmechanism,competitionhomogenizationobvious,etc..In
ordertopromotethesteadydevelopmentofZhoushanIslandleisureindustry,somesuggestionswere

putforward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Itwouldprovidesomereferencesfor
thedevelopmentofIslandLeisureinZhoushanandChina,soastoachievethequalityand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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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ationofChinasIslandLeisureIndustryandpromotethevigorousdevelopmentoftheisland

leisureindustry.

Keywords:Zhoushan,Island,Leisureindustry,SWOT-AHPanalysis,Sustainability,IndustrialDevelop-

ment

1 引言

休闲产业是与人们的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休
闲生活相关联的一种产业系统和经济形态,涉及旅

游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餐饮产业等,已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1]。在我国,海岛休闲

以海岛旅游为主,已由最初的风光观览转向融合着

娱乐与体验的综合性度假活动。海岛休闲业是把

风景观光旅游与海岛生活体验相融合,利用海岛独

特的自然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娱乐、休闲、体验的一

种新型产业[2]。目前,我国的海岛休闲可大致划分

为垂钓、观赏、疗养、运动探险、教育展示等类型[3]。

舟山为群岛城市,坐拥丰厚岛屿资源,海岛休闲业

已逐步成为舟山最具潜力产业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舟山的海岛休闲业发展模式基本成型,但发展现状

反馈出发展中仍存在一定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借

用SWOT分析的框架再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

分析,为海岛休闲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2 舟山海岛休闲业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一种战略分析的方法,能较客

观地分析研究目标的现状。本研究运用SWOT分

析法剖析了舟山海岛休闲业优势(strengths)、劣势

(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通
过内部资源、外部环境间的有机结合来确定舟山海

岛休闲产业的发展优势和缺陷,了解所面临的机会

和挑战,从而在发展战略中调整方法以促进舟山海

岛休闲业的可持续发展[4]。

2.1 舟山海岛休闲业发展优势分析

2.1.1 区位优势(S1)

舟山群岛是我国的第一大岛群,有大小岛屿

1300之多,占据全国海岛总数量的25.7%,总面积

达2.22万km2,海岛资源丰富,港域宽广,海景秀

美。舟山背靠长江金三角广阔的经济繁茂地带,近
宁波、杭州、上海等城市,游客资源丰富,消费力强,

如此的地理坐标使舟山发展海岛休闲产业具备了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2.1.2 资源优势(S2)

舟山有“港、景、渔”的海洋特色资源优势。水

域的宽广,深水岸线多及其优良的避风条件,使舟

山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中纬度的地理区位,海

洋性季风气候的滋润使舟山暑无酷热冬无严寒,

气候温润舒适。境内景观资源丰富,有“海天佛

国”之称的普陀山和“南方北戴河”之称的嵊泗岛

两处国家级风景名胜,有岱山和桃花岛两处省级

风景名胜,有各类名人故居和风格独特的祖印寺、

御书楼、瞭望楼等古建。其次,舟山作为海防前

哨,军事要地,人文景观也十分丰富,有鸦片战争

纪念遗址公园、马岙新石器古文化遗址等。素有

“东海鱼仓”“祖国渔都”美称的舟山渔业资源丰

富,盛产鱼、虾、贝、藻类等海水产品500多种,是

全国最大的渔场[5]。舟山地方特色突出,文化气

息浓郁,如海洋文化、海岛渔村古镇文化、佛教文

化等,使得舟山在拥有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

拥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本土的传统音乐、舞

蹈,本土的曲艺戏剧文化、民间传统美术手工、风

俗习俗等,这些都成为构建舟山独具特色的海洋

文化的重要支柱,对发展舟山海岛休闲产业具有

十分珍贵的重要价值。

2.1.3 政府支持(S3)

国务院于2011年正式批准“浙江舟山群岛新

区”的设立,标志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正式纳入国家

发展的总体规划,使得舟山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发

展对象。在机遇大背景的利好下,舟山的各个产业

发展迅猛。舟山以岛建市,首先就坐拥天然的地理

优势,再随着国家级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的建设,

舟山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岛陆接连工程的

竣工和投入使用,舟山群岛与长三角经济腹地更加

紧密相连,各方利好,使舟山海岛休闲业的发展势

头不容小觑。市政府也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着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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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本土特色休闲旅游品牌,对海岛休闲业给予最大

的支持鼓励,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也给予了相当

的鼓励和支持,在浙江省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

就曾提出过积极发展休闲观赏渔业,这不免是政府

大力支持海岛休闲产业的重要信号。

2.2 舟山海岛休闲业发展劣势分析

2.2.1 产业缺乏总体规划(W1)

因舟山的群岛建市特性,使得海景资源和人文

景观资源分布较零散,由此给产业组织的管理带来

了一定困难,舟山海岛休闲业在发展过程中,缺少

相应组织指导者作针对性的统筹规划,信息渠道狭

窄,产业相关的最新信息得不到有效共享,生产经

营模式的创新更新缓慢。舟山目前就海岛休闲产

业发展来说,具有针对性的整体规划并不完善,使

得部分项目存在无序建设现象,这必然导致舟山海

岛休闲业的发展形态及规模的参差不齐。整个行

业的发展也尚处于自发状态,产业经营多以个体为

主,没有来自政府层面的统筹定位,未能对当地特

色进行充分挖掘开发,未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未能打造出良好品牌及其规模效益,也由于其缺乏

科学的引导和整体规划的考虑,使区域布局不合理

和重复建设等问题多次出现。

2.2.2 管理体制机制欠完善(W2)

海岛休闲业是个多产业相互交合的综合产业,

需管理者拥有多产业管理的思维,要需具备管理、

策划、营销、开发等各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管理方

面出现交叉同时也就意味着有管理盲区的存在,管

理主体责任不明确,无针对海岛休闲业的详细、全

面的管理制度,便会使得整个市场零散混乱。其

次,海岛休闲产业的入行门槛不高,从业人员较多

由当地渔民、岛民起步,其普遍的素养及文化程度、

专业技能都稍显薄弱,同时也缺乏有针对的专业培

训。所以,要实现在如此基础上的管理整治是存在

一定难度的,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是舟山海岛休闲产

业高效发展的主要阻碍。

2.2.3 市场化程度较低(W3)

目前的海岛休闲项目以个体投资占多数,营销

方式也是以渔民岛民的自主经营为主,规模小,深

度浅,以分散经营模式为多数,市场运作能力和市

场化程度都偏低,如此状况首先是不利于发挥资源

优势、占据市场有利地位;其次也由于资金、理念方

面的问题使现代化的科学营销方式较少在经营单

位里得到采用。这些因素使海岛休闲业的市场扩

张及提升整体竞争力都存在一定阻碍。

2.2.4 基础设施薄弱(W4)

海岛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备的休闲娱乐设

施,舟山上规模且设施齐全的海岛休闲场所不多,

且大部分为资金投入少,规模小,更重要的不足在

于部分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都稍显落后,如基地可

进入性较差,餐饮设施不齐全不清洁,交通不便,交

通设施差,文体娱乐设施缺乏,基础设施简陋,服务

配套不理想等,一些稍偏远的景点区域或许仅刚好

满足最基本的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2.2.5 吸引力不足服务水平偏低(W5)

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而使室外成为主要的

休闲环境,缺乏相应室内项目就限制了很多的游

客参与热度。舟山海岛休闲业的自然资源较我国

沿海旅游区也存在相似性,就针对国外游客来说

吸引力并无优势;岛屿间的各自独立,资源要素不

易集中,开发建设成本大,项目也不易上规模,因

此投资方面的吸引力显弱。景点的游历路线设计

单一,景观节点缺乏,娱乐项目单一,大型综合的

娱乐休闲场所缺乏,多数景点游客无需半日便可

游玩,十分阻碍游客休憩滞留以及形成回头客方

面的吸引力。再者,舟山海岛休闲业从业者多为

个体户或当地渔民岛民,素质水平和文化程度较

低,专业知识及服务技能相较缺乏,多数更着眼于

当前利益,无长远经营规划,经营管理水平稍欠

缺,服务意识浅薄,对舟山海岛休闲业的整体水平

都有一定的影响。

2.3 舟山海岛休闲业发展机遇分析

2.3.1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O1)

海洋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为海岛休闲产业发展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务院于2011年正式

批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设立,明确其以海洋经济

为主题的发展定位,将舟山定义为海洋经济发展

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担负着中国海洋经济重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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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舟山各项连岛工程的竣工投入使用,打破舟

山的对外交通“瓶颈”,各项发展也随长三角地区

效应而迅猛发展。形成了互补、共享、多元的区域

发展网络,推动沿海格局的创新发展,从多方面多

角度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率先

转型升级。

2.3.2 国民休闲意识提高(O2)

伴随国家经济的腾飞,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升高。国外旅游业曾有调查显

示: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国

内旅游会得到较大发展。按此标准的划定,我国

2009年人均GDP就已达3678美元,标志着如今

中国早已进入国家和区域收入的中上等水平,消

费阶段也早已由温饱型转向发展享受型的较高阶

段[7]。标志着我国国内旅游已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海岛休闲业迎来绝佳发展时机。再者,伴随当

代的快节奏生活,骤增的各方压力使人们对通过

休闲活动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需求与日俱增,旅

游过程中也不仅局限于观光游览而更看重个人感

受和体验,更倾向参与性、运动性、体验性强的项

目,海岛休闲恰好能予以满足这些需求,这为海岛

休闲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

2.3.3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O3)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1世纪议程》的

生效实施,海洋相关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

重要的带动力,海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

越占 越 重,其 战 略 地 位 越 见 重 要。习 近 平 主 席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浙江省恰好是

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浙江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

提出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伴随“一带

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浙江的海洋产业发展迎来

新的历史使命及发展契机[8]。海洋旅游业是海洋

产业的重要支柱产业,海岛休闲业又为海洋旅游

业的重要支柱产业,舟山得天独厚的先天区位优

势加之时代大背景、战略机遇政策等的各方面利

好,为舟山海岛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

展动力及庇护。

2.4 舟山海岛休闲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2.4.1 环境污染及资源退化(T1)

由于海岛的区位特殊性,资源环境相较陆地而

言是个更加脆弱的生态系统,在发展海岛休闲产业

和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难免存在过度开发、垃圾处

理不当、污染物排放等问题,使得海岛生态结构失

调、近海海域水体污染、自然资源衰退,再因管理体

制机制的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控

制,相应的保护修护措施无法及时落实,使得海岛

休闲业发展的健康可持续受到严重阻碍。

2.4.2 市场竞争(T2)

我国整个海岛休闲业的发展都尚处于探索阶

段,规划开发、管理经营等方面都存在大量不完善,

各地沿海城市的开发思路、模式、项目、管理方式等

都存在着相似性,彼此间的可替代性强。就舟山海

岛休闲业来说,在国内就受到如三亚、秦皇岛、珠海

等沿海城市的挑战。与此同时,国外发展成熟的海

岛休闲旅游目的地也使得舟山海岛休闲业存在着

不小的市场挑战。

2.4.3 “城市化”元素注入的潜在威胁(T3)

随着海岛休闲业的逐渐兴旺蓬勃,更多的城市

人口进入海岛地区,以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价值

观等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海岛的生产生活,为了迎合

城市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或服务人员

素质等都会渐渐注入“城市化”的元素,最纯真朴实

的本土化内容必将受到严重影响或更使得这些岛

上村落及整个渔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使得海

岛或渔村风貌会在伴随着海岛休闲业发展同时而

逐渐失去其原生态特色。当这些本地方性浓烈的

地区其基础设施,推出的产品、服务、休闲项目等与

城市的差异越来越小时,海岛休闲业便失去了它的

独特吸引力,也就限制了海岛休闲业的长远发展。

3 AHP方法在舟山海岛休闲业SWOT分析

中的应用

SWOT分析法多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分析,

为能较好地弥补SWOT分析法中定量分析的缺陷,

本 研 究 结 合 层 次 分 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分

析,提高结果可靠性。AHP是将定量和定性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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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先找出主要因素,而后按内

部组织构成划分为对应的层次模型,通过计算将各

因素进行两两比对,得出因素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最后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果[9]。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的学者将SWOT-AHP方法

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郭云等运用SWOT-AHP方

法对生态产业园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识别及定量分析[10]。杜圆圆、阮文彪等运用SWOT-

AHP方法对安徽农产品加工中的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定量定性分析[11]。王有志、宋阳运用SWOT-AHP
方法对黑龙江省森林食品产业发展所处环境进行分

析,并建立AHP模型对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科学定

位[12]。本研究运用SWOT-AHP方法对舟山海岛休

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中的各指标因素进行了定

性定量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3.1 舟山海岛休闲产业发展战略层次结构

由舟山海岛休闲业SWOT分析中选取的优势、

劣势、机会、威胁各项指标构成层次结构(表1)和结

构模型(图1)。

表1 舟山海岛休闲产业SWOT发展战略层次结构

系统层 变量层

舟
山
海
岛
休
闲
产
业
开
发
策
略S

W
O
T

分
析

优势(S)

区位优势(S1)

资源优势(S2)

政府支持(S3)

劣势(W)

产业缺乏总体规划(W1)

管理体制机制欠完善(W2)

市场化程度较低(W3)

基础设施薄弱(W4)

吸引力不足服务水平偏低(W5)

机遇(O)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O1)

国民休闲意识提高(O2)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O3)

挑战(T)

环境污染资源退化(T1)

市场竞争(T2)

“城市化”元素注入的潜在威胁(T3)

3.2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舟山海岛休闲产业发展

策略

3.2.1 构造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首先根据SWOT 层次结构(表1)划分成优势

图1 舟山海岛休闲产业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组、劣势组、机遇组、威胁组的比较矩阵。将4组比

较矩阵转化为判断矩阵表2至表5,再根据此判断

矩阵表算出指标层因素较目标层因素的优先权重

(Wi),并检验一致性。用一致性比率CR检测矩阵

一致性,权衡不同级判断矩阵间的满意度是否一

致:当CR小于10% 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为满意,

表明评估者们的思维是同等的,得出的结果为可接

受。如不然,调整判断矩阵,进行重新比对,直至一

致性检验被通过为止。

表2 优势组的判断矩阵

优势组 S1 S2 S3 Wi

S1 1.0000 1.2500 0.8000 0.3309

S2 0.3333 1.0000 0.8000 0.2852

S3 1.2500 1.2500 1.0000 0.3839

  注:一致性检验CR=0.0047<0.1,可接受.

表3 劣势组的判断矩阵

劣势组 W1 W2 W3 W4 W5 Wi

W1 1.00002.00000.50000.33332.0000 0.1751

W2 0.50001.00000.50000.33330.5000 0.0947

W3 2.00002.00001.00000.50001.0000 0.2054

W4 3.00003.00002.00001.00002.0000 0.3623

W5 0.50002.00001.00000.50001.0000 0.1626

  注:一致性检验CR=0.0448<0.1,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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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机遇组的判断矩阵

机遇组 O1 O2 O3 Wi

O1 1.0000 0.8000 0.5000 0.2319

O2 1.2500 1.0000 0.5000 0.2691

O3 2.0000 2.0000 1.0000 0.4989

  注:一致性检验CR=0.0047<0.1,可接受.

表5 威胁组的判断矩阵

威胁组 T1 T2 T3 Wi

T1 1.0000 1.5000 0.8000 0.34929

T2 0.6667 1.0000 0.7500 0.26118

T3 1.2500 1.3333 1.0000 0.38952

  注:一致性检验CR=0.0112<0.1,可接受.

选出SWOT各组因素排序后每组最大的优

先权数指标因素,将其构成新的SWOT判断矩

阵(表6)。如所有的判断矩阵都通过一致性检

验就表 明 其 一 致 性 结 果 满 意,AHP 分 析 结 果

可行。

表6 组间判断矩阵

组间 S W O T Wi

S 1.0000 2.0000 0.5000 3.0000 0.2776

W 0.5000 1.0000 0.3333 2.0000 0.1603

O 2.0000 3.0000 1.0000 4.0000 0.4668

T 0.3333 0.5000 0.2500 1.0000 0.0953

  注:一致性检验CR=0.0112<0.1,可接受.

3.2.2 发展战略层次总排序

由表7层次总排序显示:整个SWOT中各个因

素对舟山海岛休闲产业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国民休闲意识提高、政府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基

础设施薄弱、“城市化”元素注入的潜在威胁、环境

污染及资源退化、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缺乏总体

规划、吸引力不足服务水平偏低、管理体制机制欠

完善。

表7 舟山海岛休闲产业发展层次总排序

SWOT

各因素
S W O T

层次总排

序权重

0.2776 0.1603 0.4668 0.0953

S1 0.3309 0.0919

S2 0.2852 0.0944

S3 0.3839 0.1095

W1 0.1751 0.0281

W2 0.0947 0.0152

W3 0.2054 0.0329

W4 0.3623 0.0581

W5 0.1626 0.0261

O1 0.2319 0.1083

O2 0.2691 0.1256

O3 0.4989 0.2329

T1 0.34929 0.0333

T2 0.26118 0.0249

T3 0.38952 0.0371

4 结论及发展对策

通过对舟山海岛休闲产业的SWOT-AHP分

析,得知舟山海岛休闲产业面临的形势,依次为机

遇、优势、劣势、威胁,舟山海岛休闲产业优势和机

遇处于一个有利位置,应当充分发挥舟山的自然资

源优势并抓住国家和省政府给予的重视机会。就

舟山海岛休闲业目前发展所面临机遇和威胁,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1)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海岛休闲产业的科

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间的关系,要兼顾产业开发与生态环

境保护两方面,保持均衡。舟山丰富的海岛休闲资

源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休闲业的发展是需要

基于多资源间的相互融合,立足地域特色和市场需

求,在基于以往的经验上结合时代背景及国家政策

进行综合开发。
(2)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各层级管理部门应依

照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建立开发保护新秩序,进一

步规范海岛的开发利用,强化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

职权,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采取确切有效的方

法措施并予以落实,实现海岛休闲产业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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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3)强化市场宣传,提升知名度。舟山想要在

在滨海旅游市场中占得有益发展地位就需加大宣

传力度,提升知名度。加强以电视、广播、报刊等传

统宣传方式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途径的宣

传,并提升公共传播意识,同时也需要在此基础上

创新宣传营销的方式。

(4)倡导生态旅游,提升环保意识。若要海岛

休闲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全力保护海岛生

态资源。景区应加快倡导生态型旅游交通工具、严

控上岛的游客数量以防超过环境承载力、提升游客

自主环保意识等,政府也应制定相关环境法规保护

景区旅游资源,杜绝侵占、损坏等行为的发生,加大

环境治理,落实生态修复工作,处理好海岛居民生

活生产对环境的伤害。

(5)加强产品创新及人才培养。由于产品的重

复性和同行竞争激烈,须不断创新产品,可发挥当

地特色,改进已有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充分利用各

种社会、文化等资源,开发具有特色海岛休闲业产

品。也可以开展参与性强的游乐项目或具有海岛

特色的生活旅游文化产品。其次,人才是海岛休闲

业长远发展的决定力量,海岛休闲业是综合行业,

需要从业者有较高素质,所以,加强人才方面的投

入是发展海岛休闲业的必要条件,需要强化当下从

业者的相关知识技能培训,提高经营管理水准。舟

山海岛休闲产业的发展情况也同是国内海岛休闲

业发展情况的典型代表,通过它能反馈出相应的国

内海岛休闲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如缺乏规划、同质

化突出、项目或产品缺乏特色及管理不完善等。所

以,要使海岛休闲业蓬勃发展,需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两山理论”理念,对行业进行科学规划,完善管

理机制,加强多样化推广,着力产品创新人才培养

等。希望通过此文,给舟山及我国海岛休闲产业的

发展提供参考,实现我国海岛休闲产业的品质化多

元化,促进海岛休闲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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